
报告内涵丰富、内容具体，为我们进一步
明确了下一步工作重点。校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刘鸿健参加了第三组讨论。

讨论会上，第三组成员围绕第一资
源开发的内涵、思路、目标、重点举措
和保障措施，进行了热烈讨论，可以概
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师德师风既是人才建设的首
要要求，也是汇聚人才的重要基础。小
组成员提出，大学第一资源开发要将求
真务实、合作奉献的科学精神，崇尚道义、
淡化功利的人文精神，胸怀天下、知行合
一的君子之风融入人才建设的内在要求，
通过良好的师德师风建设推进人才队伍
的质量、实现立德树人的宗旨、体现现
代大学的品格。

第二，第一资源开发既要注重优秀
人才的引进，也要注重存量人才的激活。
小组成员认为，南京大学在人才引进与
内部培养问题上要有顶层规划，也要有
战略定力。在顶层规划中，应该考虑人
才引进与院系需求的平衡，“因需而引、
因才而引”；在内部人才潜力激发中，
要注意“睡美人”现象和人才“黑马”
的潜在发展，要有一定的人才眼光、定
力和耐心，防止隐性的人才流失。

第三，人才开发应该充分吸收多方
面的建议，做到实在、实惠、实用。“实
在”是突出真抓实干，抓好队伍梯队建
设、落实队伍的长效培训机制；“实惠”
是突出教师队伍的真实获得感，在工资
待遇、社会福利以及家庭扶助等方面，
敢于突破现有制度；“实用”是突出制
度效果，能够切实有效地改进工作流程、
加快人才落户。有同志建议，应进一步
加大人才分类评价和“放管服”改革力度，
规章制度应制定原则，遵循程序，但对
细节应下放具体执行单位。

第四，应强化科学的人性化的人才
管理服务。尊重人才，服务人才，真正用
好人才。在人才考核中，要注重学科差别，
高密度、功利化的考核压力与创新贡献
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一些矛盾，建议增
加多维考核机制，建立长周期与短周期
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不拘一格考核人才。
另外，人才管理是系统性工程，是属人的
而非机械的工作，要有润物无声的功夫，
有些工作需要深入到人才的切身需求。
好几位青年教师呼吁，在政策和条件许
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办好附中、附小、幼
儿园等，可能会成为南大引进人才的“一
张王牌”。

第五，要注意制度的执行落地，走好
人才建设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公尺。

很多同志都关心新制度与原有制度的过
渡与衔接问题、更好地落实新制度建设。
因此，有老师们建议，学校应该切实做
好制度推进的保障工作，强化岗位与责
任机制，提高全体教职工的认同感、归
属感和成就感，避免人力资源在荣誉待
遇等方面的马太效应，使人人都能在南
大的不同战线上发光、出彩。

总之，代表们都表示对第一资源大
会期待已久、期盼已久，代表了南大全
体教师员工兴校强校的共同愿望和共同
决心，大家有信心、有决心在学校党委、
行政的领导下，从自身做起、从自身机

构做起，共同推动南京大学“第一资源”
开发与建设。

（第三组会议召集人：孙建军、王
月清；记录人：黄俊楠）

第四组交流发言

王建华

王建华报告第四组讨论情况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第四组对学
校新时代“第一资源”开发大会的内容
进行了热烈学习讨论。与会老师对学校
近期工作特别是本次“第一资源”开发
大会的召开，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学
校的各项人才举措对稳定人心发挥了积
极作用。会议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
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对于促进南京大学
的事业发展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校
党委常委、副校长谈哲敏，校长助理濮
励杰，中科院院士王颖参加了第四组讨
论。大家围绕如何开发“第一资源”提
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现汇报
如下：

第一，做大教师规模为当前第一要务
南大人均产出已经很高，现有教师

的科研潜力已很大程度被挖掘出来了。
大家一致认为，体量问题严重制约了学
科的发展，南大未来发展要靠规模扩张，

要加快把现有编制用完，同时不应让编
制成为南大发展的瓶颈，要加快推进
研究系列各项制度的完善，从规模上要
效益。

第二，立足学科交叉、形成学科特色
学科交叉代表了新时代学科发展的

方向。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
学衡研究院、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的建
立，为跨学科研究搭建了平台，也产生
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但这方面的探
索还不够，学科布局还不太适应学科发
展，以院系为单位的学科壁垒还很强大。
要进一步调整学科结构，真正形成一批
具有南大特点、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学
科研究方向。王颖院士特别强调要加强
文理交叉，加强地理与海洋的结合。

第三，薪酬改革应统筹兼顾
老师们对制定辅导员职级评聘办法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解决了困扰辅导
员队伍建设的机制问题。同时，也提出了
现有薪酬改革可能存在的问题：目前头
衔教授的待遇已经提高了，但一般教授，
特别是文科中间层次的人才待遇问题还
没有解决。这批教授是教学、科研的重
要支撑，为南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不尽快解决相关待遇问题，存在流失
的风险。与此同时，大家对研究系列岗
位的薪酬与即将实施的“毓秀青年学者
计划”的待遇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统筹兼顾，调动
所有老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第四，增强岗位评聘的针对性
很多老师认为，要重视学科的差异

性，让一个学科的老师去评价另一个学
科是不科学的，应建立每个二级学科的学
科评价体系。在职称评审过程中，应完
善代表作制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应
享受同等待遇。对于管理人员的职级评
聘，有老师提出应省去核心论文的要求，
建立有针对性的评聘标准。其他建议还
有：目前，教学岗只限于公共教学单位，
是否也可以在基础性教学工作较多的单
位设立。有老师特别强调在职称评审时，
学科组投票应该采用匿名的方式。

第五，增强考核的科学性
建立考核评价体系对于激发全体南

大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无疑是非常必要
的。大家在肯定即将出台的系列考核办

法的同时，建议考核要规范化、宽松化，
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在目标制定过程中，要区别对待，宜粗
不宜细，要给老师做冷板凳的时间，对

行政班子的考核要责权利统一。
第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
听了胡金波书记、杨忠常务副书记

与谈哲敏副校长的讲话后，大家对南京
大学这一届党政班子充满了期待。有老师
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南京大学稳健有余，
冲劲不足，也有老师说南大缺少狼性。如
何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如何在南京大
学新的百年发展历史上，做出我们这一
代人的贡献，是每一个南大人都要思考
的问题。期待本次会议确立的工程牵引、
四大计划与各项制度保障，可以给南大
的事业翻开崭新的一页。

（第四组会议召集人：王建华、周
济林；记录人：张剡）

第五组交流发言

顾秋生

顾秋生报告第五组讨论情况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第五组的参
会老师对这次大会的报告以及汇编文件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认为校党委书记胡
金波同志的讲话从战略高度提出了“第
一资源”的重要性，耳目一新，格局宏大，
振奋人心。大家深感既有压力也有动力，
全面了解了学校的大政方针，为今后的
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副校长王志林参
加了本组讨论。对即将拟定出台的文件，
大家发言汇总如下：

第一，准聘长聘制度建设非常有益，
支持学校的改革。在制定具体措施方面，
和其他高校比起来要有竞争优势，才能吸
引到优秀年轻人才。但是，招聘准聘系
列必须有 6 位校外专家评审、招聘长聘
系列必须有 10 位校外专家评审，这些表
面看上去很严格但实际意义不大 , 可能反
而给引进和考核人才工作带来相当大的
工作量。建议根据不同学科的实际情况，
让准聘长聘制度落地生根。

第二，专职科研岗压力大，淘汰率高，
上升通道有限。如何平衡专职科研和准
聘长聘之间的矛盾？如何顺畅地给专职
科研提供晋升通道？毓秀青年学者计划，
标准还不太细致。在制定细则的时候要
考虑到如何吸引人才。

第三，管理和辅导员系列。学校顶
层设计，营造人人皆可成才的氛围；管
理人员有盼头，能否细化评价指标，更
利于发现自身问题。能否增加关于不符
合条件人员的流转机制，有更合适的岗
位，各得其所，各尽其才。辅导员单列，
辅导员有更好的上升通道，反映学校领
导对辅导员工作的重视。但是论文方面
对管理人员和辅导员队伍的要求太高，
能不能基于本职工作的成绩提出更好的
评价方式？

本版编辑：李钟梅
Email:l izhongm@nju.edu. cn专版2019 年 6 月 20 日

第13期　总1260期10

孙建军报告第三组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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